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皖南古村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皖南古村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246128

10位ISBN编号：750324612X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旅游出版社

作者：周致元，郭学勤　著

页数：176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皖南古村落>>

前言

　　明朝大文学家汤显祖有一首诗：　　欲识金银气，多从黄白游；　　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
　　这里的“黄白”指徽州的黄山与白岳，而白岳指位于休宁境内的齐云山。
不过，黄白之说也暗喻黄金与白银，是富贵利禄的代名词。
在诗人看来，最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徽州。
但他生不逢时，弃官归田之后，想去一次徽州的梦想也没能实现。
　　汤显祖生活在明朝中后期，正是徽州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徽商走向鼎盛，徽州社会经济与
文化全面繁荣的时候，那时的徽州有着太多富埒王侯的商人，徽州还有太多在各个领域学有专长的文
化名人。
不仅如此，徽州一府境内有黄山和齐云山以及新安江这样的大好山水，有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色，而这
一切在明朝就让人心驰神往。
古代徽州府作为一个行政区划，下辖歙县、休宁、祁门、黟县、绩溪、婺源六个县，但从民国时期，
婺源县划归江西省，后来绩溪县划归宣城，而歙县、休宁、祁门、黟县也隶属黄山市。
现在，徽州作为一个地名，仅存在于黄山市中的一个区，而令汤显祖神往的那个一府六县的徽州早已
不复存在。
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梦中去寻访徽州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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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皖南保留下来大量古代人生活的遗迹。
随便走进一个山坳中的小村，
就可能看到高耸的马头墙或者矗立的牌坊与祠堂。
深入到村民当中，还能 意外地发现许多流落在民间的稀世古玩。
几百年前的家谱、文书、字画，
那些发黄的纸页，残损的卷秩，恰好是岁月赋予它们的高昂身价的依据， 还有那些鬼斧神工雕琢出来
的雀替、门饰、窗棂，也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
里曾经有过的繁华与荣耀。
对收藏有兴趣的客人们，来这里游玩，说不定 就可以在无意中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购到几件稀世的珍品
。
这里是内行的收
藏家的乐园，也是情趣高雅的旅游者寻古探秘的绝好去处。
 周致元、郭学勤所著的《皖南古村落(梦到徽州的感悟)》介绍了皖南
徽州古村落中的各种人文景观，并将人文景观与明清乃至民国社会背景相 联系，重点叙述了明清时期
徽州乡村社会的历史，力求展现历史上皖南徽
州社会风貌中最具特色的几个方面，并分析了徽州社会走向繁荣与衰落的 内因与外因；《皖南古村
落(梦到徽州的感悟)》还有选择地介绍了皖南徽
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，并阐释了这些文化名人性格上所具有的徽州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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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到了清代，《算法统宗》一书多次刊行，程大位的后代为之序言说，此书“风行宇内，海内握算
持筹之士，莫不家藏一编，若业制举者之于四子书、五经义，翕然奉以为宗”，如果说科举时代，专
心于科考的人家家备有“四书五经”，这是真话；而那些算账的人，家家备一部程大位的《算法统宗
》，此话也真的没有夸张。
近年人们研究这本书，发现它从明末到民国，一共出现了100多种版本，其流通量之大、流传范围之广
是世界数学史上罕见的。
　　《算法统宗》不涉什么高深的数学理论，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教科书。
从它被大量翻印的事实来看，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应当是相当突出的。
而程大位本人，也不单纯是一个只会在书斋中研究问题的数学家。
在程大位的故里，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。
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，说是一天在休宁县城里，张秀才和李秀才分别同时拿着一个金钏和一个金
钗来首饰店中熔化，店中伙计将两件首饰过秤后报了一声：“金钏九成二两，金钗七成重相同。
”两位秀才本来相识，就只顾高谈阔论，而店伙计却误以为两人是一家人，就将两件金器化成一炉。
等两位秀才看到一块四两重的金块，才如梦方醒。
张秀才的金子成色好些，勃然大怒，扬言要拿走全部金块；而李秀才也不甘示弱，要伙计归还属于自
己的一块。
面对一块金子，两人互不相让，宁可斯文扫地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而店伙计也知闯下大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正在此时，一位衣着平常、其貌不扬的老人站出来，出了一个主意。
老人经过一番计算，把一块金子中的二两二钱五分分给张秀才，又把一两七钱五分分给了李秀才，因
为分配公允，张、李二秀才都能接受。
首饰店的伙计则不仅感动，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这老人就是远近闻名的算师程大位。
　　其实，即便到了今天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受过九年以上教育，但这个分金的问题仍然是不好解决的
数学难题。
其难点是两块金子的成色不同，但重量相同。
在明朝中叶，读书人只顾着功名利禄，只读儒家经典，哪有真会算账的人物呢？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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